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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钱江晚报记者来到浙大儿院滨江院

区，候诊大厅里，坐满了带着孩子来就诊的家长。

两岁多的妞妞（化名）被外婆抱在怀里，很安静，

不怎么说话，只是在医生开始检查喉咙时，开始哭

闹。

“我们上周二开始发烧到 39 摄氏度，精神很萎

靡，也不怎么吃东西。”妞妞妈妈给孩子吃了退烧药，

但没什么效果，在家附近医院按照普通感冒治疗了

两三天后，没什么好转，还是反复发烧，“后来就到了

这里，说是甲流，挂了几天盐水，吃了奥司他韦，现在

已经退烧了，就是喉咙还有些难受，今天来复诊。”

浙大儿院儿内科副主任兼门诊部副主任祝国红

表示：“目前来看，甲流患者中，还是婴幼儿多一点，

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生比较多。”

浙大四院不少患儿家长反映，孩子年前也中招

过新冠，“好像现在甲流让孩子更难受。”

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上个周日也迎来小高峰，

来就诊的小患者中2/3以上确诊是甲流。

“多数患儿来就诊时都出现了发烧、头疼、乏力、

肌肉酸痛、呕吐等症状，还有一些有消化道症状。”浙

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王艳茹说。

虽然来就诊的小患者很多，但两家医院的医生

都表示，目前为止，相对还是轻症比较多。

浙大儿院感染科主任黄丽素接诊了一位进展到

重症肺炎的9岁男孩，感染甲流，送诊前已经发热一

天，孩子出现了意识障碍，肺部 CT 显示大片变白，

最后被收进了 ICU。“家长要先观察，如果孩子精神

不好，一定要及早来医院进行治疗。”

祝国红表示，一般甲流的流行周期大概在一个

月左右，从目前情况来看，估计一两个礼拜后情况会

好转。浙大四院呼吸科专家也预估好转时间节点在

三月底。

不仅是孩子，这波甲流中，很多成年人也中招

了。

3月8日上午，钱报记者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发热

门诊看到，有不少患者在候诊，采样间里有人进出，

做4种呼吸道病毒的鼻拭子测试。

46 岁的陈女士因为发热来挂号就诊，“头晕不

舒服，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这几天也在感冒，

估计是被传染的，来医院检查一下放心。”

浙江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陈雨兰表

示，最近两天，来就诊的甲流患者确实有增多，占到

发热门诊量的三分之一。

“这一波流感最初是儿童群体先开始感染的，目

前已经是无差别感染，成人小孩基本上确诊的都是

甲流。”

陈雨兰说，医生都会叮嘱来院就诊的病人，过

2~3 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建议来院复诊。“我

昨天随访了几个病人，温度都正常，症状有所缓解。”

陈雨兰提醒大家，防范甲流就是“日常生活中多

洗手，戴口罩，一定要做到位。”

浙大四院儿科主任马鸣建议，早期可以用抗

病毒药物，比如神经氨酸酶的抑制剂来预防重症

流感。

省儿保发热门诊一半患者是甲流，有9岁男孩中招后住进ICU

甲流高峰可能要持续到月底

近日，在由浙江省卫健委、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指导，浙江省中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主办的首届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大会上，省中医

院院内制剂“咳平颗粒”、治疗抗肿瘤药物所致皮疹

的中药组合物（皮炎宁）专利和膝关节康健辅助装置

专利分别与相关公司签署成果转化协议，实现“产学

研”深度融合。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浙江省中医院党委书记

何强说：“将中医药临床创新与产业资源紧密结合，

将更多优秀实用的发明创造转化为具体的项目，省

中医院在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上责无旁贷。”

把有效的院内制剂推向社会
“浙江省中医院建院以来有上百种院内制剂，大

多疗效非常显著，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有 30 多

种，这些都是实用性较强的，直接来自临床的科技成

果，不少都具备广阔的转化应用前景。”何强表示，医

院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大会，多方共同努力，推动中

医药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治疗咳嗽的中药制剂‘咳平颗粒’，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医院儿科老前辈陈蓉蓉根据临床治疗儿

童百日咳研制的一个经验方，疗效非常确切。”浙江

省中医院儿科主任陈玉燕说，“后来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结合院内相关专家意见和建议，对原方进行了

优化，使之在治疗成人咳嗽方面也有很好的疗效，于

是沿用至今。”

“医院制剂只能院内使用，转化成新药就能服务

更多患者。”何强表示，“医疗机构在新药开发方面有

天然短板，例如对申请流程和相关政策法规不熟悉

等，而企业需要安全有效的药物资源，双方通力合

作，可以缩短研发流程，减少风险。更好以产业链、

服务链赋能创新链。”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企业协同
“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相对更了解患者的需求，

同时‘立足临床搞科研’的一线医务人员也有能力把

患者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新技术。”浙江省中医

院副院长、膝关节康健辅助装置发明人钱宇说。

“膝关节损伤是常见病，我准备进行成果转化的

是一种膝关节康健辅助装置，或可称为‘膝关节运动

检测器’，它运用数字化技术，能高效、及时解决患者

术后膝关节康复问题，并借助配套 App，能追踪、指

导患者康复锻炼，使每位病人的康复情况尽在掌握

中。”钱宇表示，这样的一套装置，如何实现“量产”，

使更多的人群受益，需要企业来协同。

“我们研制皮炎宁的初衷是希望克服西医抗肿

瘤药物使很多患者出现非常严重副作用的问题。”皮

炎宁专利持有人、浙江省中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舒琦

瑾说，“如果抗肿瘤药降低剂量或停药，达不到肿瘤

治疗效果，若不减量或停药则皮疹不断加剧也将危

及患者生命。针对这一看似无解的临床现象，我们

通过中医的手段进行干预，‘皮炎宁’作为医院协定

处方，已经惠及300余名肿瘤患者。”

打造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模式
何强表示，浙江是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

浙江省中医院必须发挥省级龙头中医院引领作用，

努力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上取得新突破。通过此

次会议，医院与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形成

共识，接下来将着力打造浙江省中医药产学研一体

化创新模式，共同促进医院特色中药制剂的开发与

转化，力争取得一批中医药突破性科技创新成果，助

力加快“浙产中药”现代化与产业化进程。

另外，浙江省中医院还将联合相关医药企业、科

技公司等共同推进“浙江省中医院制剂中心1+X创

新工程”，打造可以满足医院不同阶段院内制剂生产

要求的、全省领先的院外制剂中心。组建“院内制剂

运营联合体”，推进“1+X 创新工程”的实施，加强中

药制剂研发生产的全链条管理。同时，依托中医药

数字化改革，积极开发与院内制剂结合的专病辅助

诊疗系统，实现院内制剂推广应用过程中，打破传统

模式弊端，实现“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促进院内制

剂的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陈岩明 钱冰冰

浙江省中医院首届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大会上咳平颗粒、治皮疹中药⋯⋯又一批医院制剂顺利转化给医药企业

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是怎样的创新模式

这个周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发热

门诊迎来一个接诊小高峰：接诊患者近 4000 人，其

中一半多都是甲流患者。甲流出现重症的患儿以脑

炎居多。

中招的不仅是孩子，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成人甲

流患者也在增加，占到发热门诊量的三分之一。位

于义乌的浙大四院，本周甲流就诊人数也突破本轮

疫情以来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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